


中国经济现代化
发展史

主编文IJ 秀生

中国商业出摄社'



图书在题编目 (CIP) 数据

中理经济现代化发展史/刘窍生主编.→北京:

中国商业出族社. 2000. 9 

ISBN 7-5044-4141~4 

r .中… H . 刘… ll!.经济史-中雷-现代→

高等学校-敦材 N.F129.07 

中国摄本盟书信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48038 号

责任编辑 z 刘树林

中 E 高业出版社出跋发斤

。00053 北京广安门内报留寺 1 号)

新华书店总在北京发汗所泾销

中自石边报社印羁厂年羁

'‘ 
850X1168 毫米 32 开 14.25 印主 357 千字

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定价 22.00 元

'陪 * * * 
性。有印装璜量!可题可吏换〉



自自 吕

本书是为财经类高等院校学生编写的中国经济史教材，其主

去索是中吕经济近现代化的进程。以中国经济近现我让及进程为

主线索，将古代、近代、现代、当代的经济发展当作一个连续过

程来拮述，改变了以黯代经济史为持，在的传统教材模式，有利于

学生从整体上把握中E经济的发展林络，更科学士生理解当代经济

和经济体制改革，完善财经类大学生的知识结梅。

美国著名的经济吏学家华尔特·惠特曼·罗斯托于E各国经济

发展如分为传统黯段和现代阶段。传统防毒指原始社会、奴隶社

会、封建社会。他把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又如分变 1 个

时期:过j度时期(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时期)、起飞时期〈基本以

工业革命为标志，束缚经济成长的传统因素最终被消除〉、成熟时

期〈各个经济部叮普遍发震并形成吸收和利用各种最先进耗学技

术的能力〉。她把中国的过渡时期的起点定为 1842 年，即羁片战

争结束的年代;把中嚣起飞年定为 1952 年，市成熟年尚未到来 o

他担英国的起飞起止黯定为 1783~ 1802 年、法国为 1830~lX60

年、美国为 1843~ 1860 年、德国为 1850~ 18在3 年、自本为 1 只 78

~1900 年、俄国为 1890~1914 年。对起巳准备薪的起始年代，除

英国以外.均以接受发达国家的外来剌激为标志3 罗黯托莲花的

忧点在二「尊重经济发展的连结性誓而对各国各阶段的年代划分未

必都会得到学术养的完全认同。本书 i丛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

排为中国经济近代佳的需奏。鸦片战争后.中国经济开始窍不由

己地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G 市11-七后.在中国棋次形成了外向

在华资本、民族私人资本和国家垄新资本等资本主义经济i;\i:分 (?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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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主义萌芽的出现.标志着在中霞传统经济内部出现了某些容纳

新的经济因素的机制。正是这种新的经济机制.尽管宫是散弱的，

但却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成的土壤。鸦片战争以后，近代工

业技术的引进并生撮，正是得益于这种新的机制的存在。

但是.当时中国农村经济们然停滞在传统经济阶段。 1931 年

以来，日本侵华战争的逐步升级，打击了中国经济;抗战结束后

的国内战争推迟了经济的恢复，过搜期擅长了。中富经济的起飞

期的界定，在该以农韭现代先的起步为标志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克

中国经济起飞起始期定为 1952 年茹后是比较客现的。国营农场民

农业机接化建设和在业凯械、化肥、农药在广大农村的撞广，正

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。 1949 年至 1952 年雷民经济得到了恢复。其

后经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除段，中

国建代化的进程虽然历经曲折，却f乃然顽强地向前发展。 1978 年

以来的改革，极大地推动了中墨经济现代化的进程。但是，中茧

的班代化起来进入或熟期。中嚣现代化的成熟期应以农业现代化

的基本实现为棕志。这个过程实现了，就意味着我们赶上了中等

发达国家的水平。

本书力图对中国近现代化进程进行客观性描述和分析，但是

由于能力有限，一定有不妥之处，敬请专家撞正。本书各章撰写‘

人:第一章刘秀生、第二章刘兰膏、第三章张晓堂、第四章沈毅、

第五章王相软、第六章!7É毅、第七章陈及、第八章患立军、韩宝

龙、第九章王云霞、第十章廖运凤、第十一章辑俞越、第十二章

冯中越。

著者

2000 年 6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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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传统社会中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

第一节 土地、农民、农业

一、土地

农村是农民罩住的地方，聚落与聚落之间被空旷的自野隔开.

聚族而居者多，五方杂处者少，是比较封闭的社区。土地是农瓷

的主要财富。鸦片战争前，农村的耕撞分宫固和民田药种。官司

包括皇庄土地、军屯土地、民屯土地和各类旗地。官囡不可买卖，

露国家所有。皇庄土地名义上归皇帝个人听有，其土地的使用者

只具备土地的支配权.不是土地的所有者。官司的数量徨大. f旦

去p呈分散经营，采取立租招值的形式，属小农经济莲畴。民国属

在人所有，其所有形式大体分为两种 z 一种是个人所有，在政府

莹记，取得合法凭证;二是归家族所有，个人不许擅自买卖，其

土地收入用于家族的公益事业。

官府对土地实行严格管理，官固自政商交租，民E民政府纳

载。在有土培先许买卖，也可以卖给她乡之人。 {B土地买卖必须

到政府有关部门去办理手续才属合法。如盖政婿印吃的称为红契.

属合法交易，交易双方均向政府交纳契挠，买地人要承捏这块土

地的程{眩)额。政蔚对土地所有权加以保护。未如盖政府印吃

的土地交易契约林为自契，政府不予承认。土地的自由买卖使土

地资漂 5 益流向富有者的手中，农村的两极分化十分严重，土地

自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，丽多数农民掌握的土地很少。在社会分

工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，龙地、少地的农民绝大多数还要靠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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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?原进行生活，因而 f苟地主租但土地进行耕作，就成为当时非常

普遍的现象。只有极少部分地主采用雇工方式直接经营在业生产.

被称做经营堆主，带有某些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性盾。

程f囡关系在我国是一种古老的生产关系。最祀的指农对地主

存在着比较明显的人身依甜关系，是非自由的扭扭关系。 1m农除

交纳地租外，还要对地主承扭各种义务，其人身亦受地主支ö[l， o 地

主与细户在法律上存在着不平等关系。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

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， fm农对地主的人身假黠关系渐渐松珑，向

皇由租f臼关系发展， f困农地位有所提高。到宋代，出现了永伺剖，

那边主无权自行退俑，体现为锢权的提高。永{回校是fm农拥有的

土地资本含量增加的产物。在粗放经营中，土地的生产能力主要

来自土地自身的地力.自此显示了出租权的强大，锢:权无足轻重。

由于土堆逐渐变成稀缺资漂，土地生产能力的提高日益依赖对土

地的人为投入。在租f型关系下，地主是不会对土地进行追加投入

的，例如水土保持、灌溉设施的修建、土壤改良、追加HE力等等。

土地的持续生产能力的提高有赖于但农在长期租{田中进行的人

力、物力和财力的投入。这些投入与土地这种自然物凝结在←起，

具有不可分寓性。由此，土地资产分解为两部分:一部分为地主

踊买土地的资金投入，另-一部分为{困农为提高土地生产能力商追

韧的资金投入。 1m户的土地资产的生或及其自益强化.是永{围权

产生的根本原因。

永1m制是一种土地程赁的契约关系 o 1宙农按契约向地主交纳

地程，地主策法向雷家交纳理戴。在俑农依约纳起的情况下，地

主无权退倡，也无权对生产过程进行干嚣，更无权干涉锢在的人

身自由，是一种自由的租锢关系。永{由市;也体现了封建社会内部

主地产权关系的变化，部土地的所有权与使南权的分离。在土地

的使用技与所有权不发生流转〈买卖〉的条件r ， 1m户的子排有

租{困继承权，就像地主的子孙继承其土地厨育投一样。在永fm击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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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. 土地的流转则可以有三种方式。第一，地主出卖土地所有权. -, 

f8 无板出售使用权. ~Pfm户所程的土地，尽管自主更换，但户的

使用棋也不受影响。同时，俑户也无权干涉地主出售土地所有枝。

第二，锢户出售使用权.地主无权干涉。锢户出卖土地使m权有

窝种方式， ~P卖断和转程。所谓卖断，就是将土地使用权一次性

卖给他人。通过俑校买卖，原{宙户解跺与地主的土地程但关系，新

锢户与地主的新疆{国关系影成。新老锢户与地主之间的交接关系

林为认东。所谓转程，就是享有永但权的1m户有权将所程土地再

租给其他人耕种，并向承租人收取抱起，而永f困农与地主的程锢

关系不变。这种产权关系被称为一田二主。永锢农获得的是程金

差价。第三，地主与永1m农协商，将土地所有权程使愚权一离出

售，地主与1m农接着约定俗成的办法分配收益，各得其拾。

但农租种土地，绝大多数租种小块土埠，进仔小农经济式经

营。也有一部分锢农和úf哥所程土地进行童工经营，形成农业中的

雇部劳动。这种1m农在土地改革中被稀为锢富农，属于农业资本

主义因素。{宙富农如果采取大片租地，大量雇工，绕一安排生产，

就形成具有完全资本主义性质的租地农场主。这种生产关系在中

国封建社会后期仅仅呈现过短暂出现的现象，没有形成稳定的生

产方式。

租锢关系中的地程影态在清代主要有三种:分成程、定额理、

赁吊程。前两种是实物地租。分成程是继劳役地租之后的地理形

态. RP按枝获量分成。分成租有两种方式。自雄主提供耕牛、农

具、手中子者，按提供的种类多少分别为二八、三七、四六，即地

主分别得八成、七成、六成。 1m农自备耕牛、农具、柿子者，一

般为五五分成. RP对半租。在分成地租的形态下.收获农作物时

堆主要i自由监分， f吕衣的生产过程也往往受到地主干预。定额程

是在分成租墓陆上影璋的， 1困户按契约规定每年交纳→定数量的

较获物，不论歧或好坏.皆按此定额。这种地程形态有利于激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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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型农的生产权极性，以更高的段成去降f段地租率。在定额租下，地

主不干颈生产。货吊地程是在定额程的基础上产生的，即把额定

的实物程按市场价格折算成货币交纳。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情况

下，谷物价格比较稳定，货吊地租的租额也比较稳定。在货吊地

程中，出现了押租，即{围农在租地之初交纳抨金，散为地主确保

地程收益的一种手段，退fm时退还捍程。地主所较押程不付和j惠。

货吊地程是封建社会地在发展的最葛形态。一方面体现了商

品货市经济在农村的发震，另一方面有利于农民自主安排作物。农

民可以生产谷物出售换钱交租，也可以生产经济作物换钱交租，有

和j于发震经济作物韵种撞，有利于发展要业性农业。农民也可以

从农业以外的牧益中交程，费i如经营副业、农闲外出锦工、经商

等，有利于农村社会分工的发展。

土堆买卖古已有之，这是土地在有化的表现之一。宋代以来，

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土地的流转速度加快。宋代已有"千年土

地八百主"之谚，嘿清时期有 u百年土地转三家"的说法，甚至

有"十年之闰E再易主"的记载。土地可以买卖，表唱土地所有

者具有完全的既有权，是社会进步的表现。但是，从土地买卖的

特点来差，主要捧珉为封建性的土地流转。从卖方来看，绝大多

数是西破落西卖自产。从买方来看，土地是"不忧水火、不试盗

藏"的最可靠的财富。购买土地是为了拥有它、出租它、使用它，

基本上没有出现捏购买土地当作资本经营来看待。就是说，不是

为了卖土地币买。在西欧中世纪后期曾出现了为卖商买的土地经

营瑰象，即 G-W-G' 的过程。土地作为商品，其商品形态表现

不完整，即卖土地大多出于被迫商压价出卖。土地作为资本，其

形态亦不完整，买是为了用，而不是为了售。丽富有土地从未出

现过拍卖的记载。

但土地买卖毕竟是一树进步的土地带j度，清中叶出现了一些

地主出售土地集资经商的事棋，土地买卖为土地资本自商业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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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产业资本转{七提供了渠道。同时，土地买卖也为商人如企业主.

由乡患转为城嚣创造了条件，有利于城乡分离运动的发展。

二、农民

农民是封建社会时富的主要创造者，也是封建国家最基本的

编户齐民。农民在国家登记户口才能取得合法身份，成为编户齐

民。取得合法身份的农民要对嚣家承担义务，每一个成年农民称

为成丁，成了每年要对国家承担一定时间的无偿劳动。国家视人

力资源多少确定成了年龄。在人力资漂紧缺峙，规定男 16 岁至 65

岁为成了，劳动力资塘、充足时规定 22 岁为成了，在大多数情况下

以 18 *为成丁。成丁对国家承担的无偿劳动谓之役或劳役。捏绝

承担芳投者要受至6惩处。因病因事不能以现身承役的，可交纳代

役锚，由国家雇工代替。髓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国家将劳役在不

同程度上折成货币征技，称为了银。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人头税。为

了确保人头挠的征收，~家的户律明确规定严惩逃户。所谓逃户，

lW逃离户籍所在地商挠离政府的户籍管辖，从古E逃避了人头税，客

混上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。这样的户籍政策实际上是禁止人口

琉动的政策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。

接丁纳挠，表E上是公平的，而事实上是不公平的 D 由于贫

富不均，各家财力不同，家贫多了者负担了镀必多，往往无力承

担，这是贫民举家逃亡前基本原因。了银的征收方式也导致在籍

农~超额负担了银。丁最往往以某年全县在籍人丁计算总在额，每

年征收时按实在人数均摊。有许多因素导致实在人了减少。一是

使免政策，清政府规定秀才、举人、官员等家庭可免除若干人丁

的丁援。二是有权势的人家勾结宫府隐匿人了。三是逃户的人丁

税额不免。这就使得实际负捏数增大，逃户在所难免，也给政府

饪挽增扭了瑾度。征税的难度越大，对户籍的控制越严，越不便

于人口的合法流动。农民被紧紧地束缚在世代生洁的土地上。

由子土地买卖的盛行，土地兼并严重、无地少地的农民日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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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多。财力数薄的农民无力承担丁银，政!哥拉瞟受到成胁。;自中

叶，各省相继采敢变通措施，在征收过程中打踱"自有娥， T有

役"的界限，把部分了银融入E践中征枝，征一法、虎头鼠尾法、

缩银法、一串铃法、十段锦法等戴役改革的探索都体现了这一精

神。这无疑减轻了贫苦农民的美捏，把贱役负担向富户{国斜，时

保证在瞟起到了一定作用。一条鞭法是其中比较完善者，该法将

各种名目的赋役和锤役合并征收，将部分了役集担摊入田亩，部

"总括一县之庭主役，悉并为一条"非为一条鞭法。嘉靖十年 0531

年〉嚣导在全国实行，万历十年(1582 年)正式颁行全国。这项

改革弱化了丁役在国家财政中的撞位，使以外!甚为单{主控制人口

的政策显得不那么重要了。一条鞭法顿行不久，政府正式准许流

动的农民在薪居住地有条件地登记户口，突破了长期以来不准迂

链的政策，人口的流动渐渐归入正常状态。

一条鞭法的旗行肯定了一些省份赋役起度改革的成果，为全

国性的赋役制度改革打开了一个突破口。但由于富豪阶层的阻挠，

习惯征收办法的惯性和明末的社会动荡，一条鞭法在全国的撞行

速度很慢，实际上并未成为全国性的制度。清初，将ElJ3一条鞭法

列为全国性的制度. {亘在实际执行中，不少省份{月接黯、役分征

的办法执行。康黑五十一年(1712 年)决定以上年人了数 (24 6号

万)布了银数 (335 万两)为准来缸牧了银，以运人了增主口的数量

不再列入征收了银的范围，这为简化了银征歧办法提供了前提。广

东租四川两省梧继捏本省和各炖县法定化的了银数量按自亩摊入

回藏之中。雍正元年(1723 年) ，政府发布摊丁入亩令，要求全国

各地把了银摊入黯银之中。分摊办法是以外i县为一个征枚核算单

位，用该县每年应在收的丁?旦，也数除以自娥税镀总数，得出每窝

藏银应分摊的丁银数，按8:J~豆hUE沃程度 O~6 级)征收。由于

各堆的轨则不窍，每两E默现银所对应的土地数量不同，但总的

说来，愈富的家庭理沃困地，在多，所纳田般越多，从而只斤纳了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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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多。人了数与了理数变得无任何关系。这等于瑕洁了人头程。到

乾隆二十二年(1757 年) ，全国各农业省份均实JJ\!了摊了入亩。撑

了入富政策是在确保全国时政收入不减少的条件下，通过分解的

方式瑕消了柱的改革办法。在这个制度?芋，由于土地是不可迁移

的，人口的迁移并不能减少了银的收入，政府对人口的营都失去

了直接的经商意义，户口制度司渐松验，人口的合法流动变得经

常起来。

明末以来，人耳的流动演变成国内移民。移民的主体是农民。

移民主要有推动型、拉动型、分业型三种。推动型移民是因为移

出地区土地资漂接乏导致生存自难而向边远地区移动定居，开发

薪的土地资源。拉动型移民产生的原因并非因生活所迫，哥是追

求更高的经济收入 ;110明末以来普及十余省的窍山区迸发的榻畏。

出区资摞丰富，土地价格{哇，付出同样的劳动可以获得更多的效

益。推动型与拉动型的主要区别是新区的土地资源的利用方式。推

动型移民是由无主土地〈名义上是国家所有〉迸发，无偿地取得

土地使扉权和所有权。拉动型移民是i句有主土地，但地份最、租

金憬的地区，以买和程的影式取得土地的所有权或使渭权。移民

自发地调整了国内土地资攘的配置，对缓解土地资摞的紧缺起到

→定作吊 c

分业型移民是在移民过程中膜离了农业生产，成为离人、手

工业者和其他职业者。这些移民的归窑地大多为工商业市镇。商

人异地经商早以有之， fS 由于户籍制度的限韵，虽然可以在经商

边经商量佳， {S其户籍却在原籍，家属和主要的不动产也大多在

原籍，并不能成为经商地的编户齐民。允许异地落户的政策使商

人得以定居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商人资本窍农村国谎，有利于

商业资本的增殖和商业规模的发展，同时但进了市镇的繁荣。有

一技之长的在民往往携带简单的工具走街串巷沿门售技，如江浙

一带的善纺织的在民往往携带小型纺织祝"腰扰"带动各地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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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纺线织布。蹬着时间的推移，由沿!丁售技商定居，成为职业

性的手工业者。在河海码头，则有一批无业游民以出卖劳动力为

生，渐渐成为专取工人。在手工业发达的市镇，随着手工业规模

的扩大，吸纳了一些来自在村的工人，如苏州踹布业的大社工人

都来自农村。在一些矿区和木材产埠，往往聚集着大社待雇的劳

动力。云南、四J!I、贵妇的铅铸矿、铜矿、银矿的崖工动辄数千。

J I11要鄂边远的南山、已出一带伐木工人、木材加工工人、运输工

人的数量也非常惊人。分业型移民使市镇、码头、矿区得到充足

的劳动力来镖，体现了社会分工的发展。逮至近代，分业望移员

构成移民的主要特链，对城市生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。市镇中除

了吸纳工商业人口之外.市镇的其他为工商业和工离业者服务的

行业也相应发展，如故店、饭馆毛钱汪、镖局、荣画、赌勇、妓

院、牙行等，都对吸纳农村人口起到一定作用。

明中叶以来的人口混动同历代的流民和政府招在民复业完全

不同。在中国Jjj史上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琉民。这些流民是由战争

和灾荒彭成的.是趁贪望速民，在流动中求得食物，以免被饿死，

丽在其流动中国凯、国疫而死者不在少数。一旦形势稳定和灾情

缓解，这些流民大多要返乡定居。许多王朝建立之初，为了恢复

生产，都有扭流民垦荒之举，这是政府保证税摞的浩施。而明中

叶以来的移民，即使是至边远地区垦荒的农民也都是自发的经济

行为，商不是政府仔为所致。其中拉动型和分业型移民体现了近

代移民的某些特点。是农~摆挠了户藉制度羁绊的自由移民，它

意味着近代文工业发展所需要韵劳动力的来摞渠道己被打开，形

成了有利于近代工业发展的劳动力就动机藉。

三、农业

鸦片战争以前，中醋的在业经济仍然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

济为主体，分工不发达，稳食作物仍然是最主要的作物。同时，经

济作物的种撞使商业性在业有了引人注吕的发震，在一定程度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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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，给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。

清代，由于柬熙王朝实仔"盛世滋丁，永不加赋"的政策，人

口迅速增加，至乾隆三十年左右人口已由 8000 余万增却到南纪

以上，至道先咸丰之际，人口己达四忆。急剧增加的人口给在业

生产带来巨大的压力 a 在人口压力的推动下，在当时条件下，土

地资漂得到了最充分的利用。人口自密区向疏区移动，客观上实

现了土地资摄的耳配置。清代中期，人口的移动呈商个特点。黄

河以北堆区的农~向边疆地区移动，辽东、内蒙、甘肃、青海、新

疆成为吸纳人口的地方。由于劳动力的移入，可耕荒地得棋开呈。

在黄河以南地区，人口向出区和海岛移动，有所谓"撵山航海"之

谚。江南丘陵、武夷山、南i岭、罗雪山、桐柏山、大别山、秦玲、

巴山、云贵高原成为南方各省移民的昌的地。沿海一些以渔业为

主的岛屿也成为新的农业区。耕地面积的扩大，在一定程度上减

缓了人口增长的压力。

新作物的推广和农业技术的提高，为土地效益的增加提供了

条件。先前传入我富的玉米、花生、红薯等新品种对在业产量的

提高起到重要作用。玉米的酣旱性和高产性深受北方旱作物地区

农民的喜欢;花生和红薯适合沙土地栽种，这无疑使贫穷￥土地产

出了肥沃土地的效益。随着农业知识的增加，黄、淮、海河地军

通过套种实现了两年三熟或-年两熟，长江中下潜地区大多实现

了一年两作， di令南部分地区实现一年三作。黄河以北也大力推广

水韬种植，明末清初在京津一带试种水韬成功，为水韬在北方水

摞充足地区的推广提供了经验。清中叶，北方的许多地区都出理

了东话'种撞，提高了单位西积产量;

由于人口的增加，商品需求总量有明显增加，由此撞动了与

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作物的生产。除谷物和食盐这两类传统

商品之外，桑蚕丝、棉花、芋麻、章主蓝、荼著、烟草、苦票成为

七大商品经济作物。由于地理、气候等原IN ，上述可再生资糠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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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布呈现不平衡状态。蚕丝沿海湾口至珠江口的各沿海省份都有

出产，长江上静的四川盆地也有分布，其中以长江三角割、珠江

三角洲和四川盆地为富产区。山东、河南、LlJ茵的产量不高，不

或规模。清中叶，样蚕丝得至5推广，贵州遵义等地的推广最为呈

著，其种来自由东、河南，其技亦由出东、湾南人传授。梅花的

分布比较广，长城以南，四川盆地以东(含).云贵高原中线以东

地区皆为产棉区，但其分布疏密不一，总体上呈西疏东密、中部

适中的状态。新疆的吐鲁番盆地是清中叶兴起的薪的产梅区。主

要产棉区则集中在直隶〈今京津冀地区〉、山东、河南、黯北、四

川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苏等省，以长江三角掘地区最为发达。

这一地区的农员以禧花的收成看全年效益，谷物收益降为次要地

位。青定蓝的分布区域大体与棉花的分布区梧假，种植的面积大小

白草地与捧布产地远近呈正态分布。接近棉布产区部地方，言定蓝

的种植也比较普遍。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德国合成染料占领中国

市场之前。作为纺织原料的芒麻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的丘陵地带。

江苏南部、新江西部、江西、湖南为主要产区。荼树的分布与蚕

丝的分布地区捂住L 其差、黠是蚕丝以平原地区为主，荼若以丘陵

地在为主。甘蕉主要分布在江、新、闽、广、台、 JII 六省，而以‘

台湾、广东、白 JII最为显著。娼草是明末清初传入并扩散的一种

经济作物。由于传说锢草可锦寒和 i剪痒气. a}]末曾给驻守蒙古卡

给和云南边疆的士兵配给烟草。清雍正、乾隆年阂，锢草的种檀

传播徨块，福建永定县是最旱形成的商品熠产埠。至清中期，东

西南立中都有种撞孀革和收费每烟草的记载。新汪的富春娼和甘肃

的兰外i孀成为东西南大名品。

经济作物的种植使农民的经济生活中增加了商品货币经济的

成分。在绝大多数家庭的经济中并没有排除根食生产。自给性的

幸在食生产与商品佳的经济作物生产形成互补，体班了晓期封建社

会的经济特点。更需要指出的是.经济作物的种植并没有发达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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